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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００ＭＷ机组双进双出磨煤机分离器改造优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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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３００ＭＷ机组锅炉采用ＭＧＳ４０６２型双进双出磨煤机，随着煤质的下降和入炉煤杂物的
增多，配套的径向挡板型分离器存在严重堵塞问题，影响机组带负荷能力。通过将分离器改造为双级轴向型，并在出粉

口和回粉斜管上加装杂物过滤装置，实现磨煤机正常出力条件下煤粉均匀性指数≥１，磨煤单耗下降１２．２％，磨煤机出
力提高３６％以上；同时，煤粉中的杂物能被过滤和清理出来，避免堵塞一次风管和锁气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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０　引言

磨煤机径向分离器具有分离效果差、容积利用

率低、阻力大、均匀性差、循环倍率高等缺点［１－２］，且

由于折向挡板排列紧密，原煤中混有的秸秆、布条、

绳线等杂物经常缠绕在挡板叶片上，堵塞流通通道，

造成回粉不畅或不回粉，影响磨煤机出力和煤粉均

匀性。分离器堵塞后只能靠定期停运磨煤机来进行

人工清理，工作量大且影响机组连续带负荷能力。

石家庄良村热电有限公司３００ＭＷ机组每台锅
炉配备３台ＭＧＳ４０６２型双进双出磨煤机，配套分离
器为静态径向挡板型。由于煤质下降和入炉煤中杂

物增多，径向挡板频繁发生堵塞，导致分离器阻力增

加、磨煤单耗升高、磨煤机出力降低、煤粉均匀性变

差等一系列问题，且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停运磨煤机

对分离器挡板进行杂物清理。同时，该厂入炉煤中

夹带有大量的树枝、杂草、编织袋、塑料袋等轻质杂

物，其中能够通过轴向挡板的杂物会进入一次风管，

堵塞在一次风喷口的浓淡分离器挡板及加强筋上，

造成一次风堵管，严重时造成一次风喷口烧毁；而未

通过轴向挡板的杂物则进入回粉管，堵塞锁气器［３］。

为解决上述问题，拟将静态径向分离器改造为

双级轴向型分离器［４］，以增加制粉系统出力；同时，

在出粉口和回粉斜管内加装杂物过滤装置，定期将

杂物清理出分离器，保证制粉系统的安全运行。性

能试验表明：轴向分离器改造后的节能效果明显，切

实降低了磨煤单耗，且停运磨煤机清理杂物的周期

大大延长。

１　轴向分离器特点

（１）实现双级轴向分离。除将原径向型分离器
改为轴向型外，在分离器内锥下部、内外锥之间的空

间增加一级可调轴向挡板，使煤粉气流从分离器下

部开始旋转分离，延长了旋转路程，增强了分离效

果，从而提高出口煤粉细度和均匀性；同时，挡板角

度可灵活调节，相邻级挡板反向安装，有利于强化煤

粉颗粒碰撞沉降的效果。

（２）降低系统阻力。轴向型挡板与径向型挡板
结构完全不同，杂物由于重力作用无法在挡板处停

留，堵塞的可能性减小；轴向型挡板的最小通流面积

增加，旋流空间增大，有助于减小分离器系统阻力，

增加出粉率，降低磨煤单耗。

（３）具有较好的细度调节特性。双级轴向型挡
板调节范围大，磨煤机分离器挡板开大时煤粉细度

增大，反之则减小。可根据煤质的不同，灵活调节两

级挡板，在保证制粉系统出力的前提下，将煤粉细度

控制在５％～１０％［５］。

（４）无积粉死角。将原分离器内锥体改为全封
闭内筒，不再出现短路及堵塞现象，基本可以杜绝内

锥堵粉［６］。

２　改造方案

在已有分离器的空间范围内，通过设计和优化，

将 ＃１锅炉Ａ磨煤机两侧的径向分离器改造为双级
轴向型，改造方案如图１所示。

具体改造方案如下。

（１）拆除原径向分离器的旋流分离室、径向挡
板、内锥帽等部件，保留原分离器的入口和回粉管，

保持安装支架、内外锥主体等分离器的基础不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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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１　改造方案示意

　　（２）分离器出口和一次风管道整体升高１．５ｍ，
将重新设计的旋流分离室、轴向挡板、杂物过滤装置

和内锥帽与原分离器内外锥体对接。

（３）在分离器内锥下部、内外锥之间的空间增
加一级可调轴向挡板，并在内锥体底部加装梯形撞

击锥，借助气流的扩容作用促进煤粉的重力分离。

（４）在出粉口适当位置加装杂物过滤格栅，将
杂物拦截在分离器内。配套安装压缩空气反向吹扫

装置，定期停运，利用压缩空气将格栅上的大部分杂

物吹落，减少人工清理过滤格栅的次数。

（５）在锁气器上部回粉斜管位置加装自动杂物
隔离装置。借助滤网自动翻转和压缩空气吹扫清理

装置，实现过滤装置的定期翻转、清理。杂物隔离装

置的外形如图２所示。

图２　杂物隔离装置外形

３　效果验证

３．１　挡板调节特性分析
对改造后分离器的挡板调节特性进行试验，验

证轴向挡板的细度调节特性。在 ＃１锅炉 Ａ磨煤机
Ａ２侧稳定正常出力的工况下，保持下级分离器挡板
开度稳定在３０°，调整上级轴向挡板到４个不同开
度，得出煤粉细度随分离器上级挡板开度变化的关

系曲线，如图３所示。由图３可见，随着 Ａ２侧上级
分离器挡板开度由１５°开大至６０°，煤粉细度 Ｒ９０由
６．４７％增大至１１．７０％，且改造后轴向分离器的线
性调节性能较好。

图３　煤粉细度随分离器上级挡板开度的变化
３．２　改造前、后分离器性能对比

将Ａ磨煤机的通风量控制在７０ｔ／ｈ，比较改造
前磨煤机出力３５ｔ／ｈ（工况 Ａ）、改造后磨煤机出力
３５ｔ／ｈ（工况Ｂ）和出力４８ｔ／ｈ（工况Ｃ）的条件下，磨
煤机电流、磨煤单耗、煤粉细度 Ｒ９０及均匀性指数的
变化，如图４所示。

图４　改造前、后分离器性能对比

　　对比工况Ａ和工况Ｂ，在Ａ磨（下转第４３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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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４　锅炉两侧墙增加分割风示意（局部）

４　结束语

２０１５年７—１０月，研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改进
措施，首次提出了在炉膛内部送入防焦风和分割风

的新思路，即在锅炉水冷壁鳍片上切割出分割缝，送

入热二次风，以减少涡流区域中灰粒子与水冷壁接

触的机会，同时分割水冷壁壁面上的焦块，防止大焦

块的生成。该成果的实施，解决了锅炉两侧墙水冷

壁区域、炉膛前后墙与侧墙夹角处、Ｂ／Ｃ层燃烧器区
域大焦块集中掉落的问题，减少了锅炉炉膛内部大

焦块集中掉落而引起的炉膛负压大幅度波动、火检

闪烁，甚至锅炉灭火的隐患，锅炉运行的安全性、稳

定性大幅度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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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上接第２４页）煤机出力为３５ｔ／ｈ的条件下，轴向分
离器改造后，磨煤机电流从１１６．７Ａ降至１０８．３Ａ，磨
煤单耗从２９．１０（ｋＷ·ｈ）／ｔ降至２５．５６（ｋＷ·ｈ）／ｔ，
磨煤单耗下降幅度达１２．２％，改造节能效果显著；同
时，分离器出口煤粉细度Ｒ９０从１１．０１％降至７．９９％，
均匀性指数从０．８３升至１．０９，说明改造后分离器的
分离效果较好，出粉变细，更有利于煤粉在炉膛内的

着火和燃尽。

保持通风量不变，维持分离器上挡板４０°开度、
下挡板３０°开度，将磨煤机出力增加至４８ｔ／ｈ。对比
工况Ａ和工况 Ｃ可看出，通过轴向分离器改造，在
制粉系统出力提高 ３６％的情况下，磨煤机电流从
１１６．７Ａ降至１０９．２Ａ，分离器出口煤粉细度 Ｒ９０从
１１．０１％降至７．３７％，且磨煤单耗和均匀性指数均
有所改善。说明改造后制粉系统各项性能有较大提

升，在保证正常出力的情况下，磨煤机出力可提高

３６％以上。

４　结束语

将双进双出磨煤机的径向分离器改造为双级轴

向型，并在出粉口和回粉斜管上加装杂物过滤装置，

在保证合格煤粉细度的前提下，既增加了磨煤机出

力，又缓解了杂物堵塞的问题，具有较好的节能效果

和安全保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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